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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 偷 论 的 新 视 野

杨

社会的发展包括人类改造自然界和改造

社会两个方面的进步:在实践中,人类每取

得-个胜利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。科学地

把握代价这一范畴,在实践中要善地处理代

价的问题”给哲学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课

题。

怎样把握代价这-范畴?有 的 论 者 认

为,代价的含义是指 “
事物在产生和发展过

程中所耗掉的那些既存 的 事 物、条 件。比

如,某事物,某条件,某能量成了另一事物

产生和发展的基础、前提和依据,哪它们就

成了这
‘
另一事 物

’
的

‘
戚 本 代 价

’
。

”

(参见《文汇报》1987年9月 18日 《论代价》)这

种规定值得商榷。任何新事物的产生都需要

耗费一定的物质材料和能量。这种耗费可细

分为两种情形。一是材料和能量成为新事物

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,在新事物中得到肯定

的存在。钢锭加工成钢管,钢锭的-部分变

成钢管;人吃食物,食物的精华成为人体的

一部分,都属于这种情况。二是在新事物的

产生过程中,材料和能量又会有散失。把钢

锭加工成钼管,钢锭总会有一部 分 变 成 钢

屑、钢末;人体新陈代谢过程中,在汲取食

物的精华的同时总是要去其糟粕,又会有物

质与能量的丢失与散发。某物成为 “另一事

物产生和发展的基础
”,包括成为新事物的

组成部分和无可挽回地散失掉这 样 两 种 情

况,盾者是付出的代价,雨前者则不是。政

聪

治经济学中的成本范畴反映的是商品生产过

程中价值的转移,上述两种情形当然都应包

括在内。但成本和代价并不是一个东西,不
能混为一谈。

要科学地把握代价范畴,就不能不从Iˉa
普遍的物质运动入手进行考察。克劳修斯的

热力学第二定律指出了孤立的物理系统中能

量从聚到散,最终演化到最无序、最混乱的

热力学平衡状态的情形,即所谓 熵 增 的 过

程。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则指出了与之

相反的情形:事物的发展表现为能量的积聚

和组织序度的提高,即持续的减熵。无疑 ,

生物的进化、人类社会的发展9都是持续减

熵的过程。在世界上,孤立的物理系统是不

存在的。但是,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指出妁熵

增的过程,在现实世界又确实存在着。生物

体和社会都是开放的系统,都在不断地同外

界交换物质和能量。交换的结果,是生物的

繁衍、进化和社会的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。

而与此周时,又产生了另一个结果,就是生

物体和社会巳经获得的物质成果的损耗、散

失。这种损耗和散失,也即是熵增。熵增就

是代价的付出。

任何事物的运动都是儆功。做功的前提

是系统的不月部分之问能量集中 程 度 的 差

异,做功则使这种差异减小9最 终 导 致 热

力学平衡状态。也就是说,做功就意昧着熵

增。但是,作为进化的系统,生物体和社会



做功既消耗了自已已有的能量,又从外界获

得能量,并使所利用的物质和能量的组织序

度不断提高,持续的减熵才得以实现。斯宾

塞把人类社会看做是一个具有自组织嗖质的

有机体。-系统在没有外界关于系统内部模

式的任何指令输入的情况下,通过适当的负

熵流入-自 发形成某种时间模式、∵空间模式

或时空模式的现象被称为自组织。人类社会

的自组织性质表现在,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

使社会与自然界的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成为负

熵的流入9从而使社会组织序度不断提高、

社会不断进步。这种交换成为负熵的流入 ,

是从总体效果上讲的。交换的另一面,就是

人类已经掌握的物质条件的耗费。这种耗费

并不改变社会向上的趋势,是 因为实践的总

体效果总是得大于失9成功大大地超过所付

出的代价。社会进步的实质是物质文明和精

神文明成果的积累:但社会每 前 进 一 步 ,

文明成果的每一次增加,都需要付出代价 :

减熵以增熵作为必要的前提。正是在这个意

义上,马克思把生产和消费看做是同工的过

程,认为生产也就是消费。屮国 古 语 所 说

的: “将欲取之,必先予之”,也是指的这

个意思。

在改造 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实践中,都有

代价的存在。

本世纪以来,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获得

了突飞猛进的发展。特别是50年代以来不断

发展的、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 ,

使人类能够以智力化的工具去更加积极、更

加主动地改造自然:人类实践能力的提高 ,

不仅是量上的增长,而且是质的飞跃。新的

智能工具系统大大拓宽了自然界的对象性领

域,扩大了人化自然的疆界。但是,人类在

征J艮 自然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,又深深

地陷入了众多的难题和矛盾之中)。 我们已经

熟知的诸如人口危机、粮食 短 缺、能 源 枯

喝、环境污染等所谓全球问题,象一柄达摩

36

克利斯剑高悬在人类的头顶。这不由不使人

力图从哲学的高度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:这

些代价都是必须付出的吗?能不能儆到在对

自然的改造中获得越来越大的成功的同时尽

可能地减少付出的代价 ?罗马俱乐部派的回

答是零增长。如米都斯所说: “全球均衡状

态的最基本定义是人口和资本基本稳定,倾

向于增加或者减少他们的力量也处于认真加

以控制的平衡之中。
” (《 增长的极限》)这

不是解决问题,而是取消问题。

马克思说: “在实践上,人的普遍性正

表现在把整个世界——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

生活资料,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、

对象和工具——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。自然

界,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,它是人的

无机的身体。这就是说,自 然界是人为了不

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、人的身体。
”

(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硅2卷 ,第 95页 )人

类社会特有的质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生

产。人类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所 生 产 的 产

品,源于自然,但又高于纯粹自然物。社会

本身也是人类实践的产物,人们创造着自己

的历史。也可以说,人类生产的产品 (包括

物品和社会系统本身 ),其熵值 低 于 其 原

料,低于自然界。这是实践付出代价却并不

破坏文明积累进程的根本原因。有的论者提

出,不能用狭义的热温熵,而应该用广义熵

来说明生物系统和社会系统的进化和发展中

负熵流的引人。这是正确的 (参见《百科知识》

1990年第8期 ,第 56页 )。 所谓广义熵,指系统

远离平衡态的程度、结构的复杂程度 ,也就

是所含信息量的大小。质言之,生物和社会

的发展,并不等于从环境中获取越来越多的

物质材料和能量。所以9不能说人类实践能

力越发展,对物质材料和能量的耗费就
一

定

要增加,而是意昧着在更为有序的形式上更

加有效地利用。入类以各种形式利用热能和

电能,使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。电能是



比热能序度更高的能量形式。有人提出,人

类有可能利用更为有序的能量形式 (如 激

光 ),这将带来历史的重大变革 (《 自然科学

哲学问题论丛》第一辑,第 280页 )。 这就表明,

成功和代价并不一定会同步增长。我们不能

接受罗马俱乐部派的结论。

代价的付出是客观的,但有必要代价和

非必要代价的区分。苏联科学家维尔纳斯基

提出了 “智力圈”
的概念。他认为,在科学

技术和人类社会实践能力迅速发展的当代,

人的理性能够全面地影响自然界,人和生物

圈必须共同进化才能发展。这就产生了智力

圈。智力圈理论的提出是基于这样的事实:

新技术革命时代的生产过程的智力化、人的

因素的强化,使社会本身的或优或劣的特征

也深深地刻进了大自然的躯体上。按照这一

理论,自 然界本身发展过程中会产生增熵,

但它又具有抗御增熵的冲击,对 自身的不平

衡进行修复的能力。例如,有些食草动物吃

光了成片的草,这样 “滥用资源”的结果使

这些动物不得不食用以往苯曾食用 过 的植

物。食物的多样化既使动物从外界获取信息

量增夭,又使食草资源得以恢复 (参见《百科

知识》1990年第19期 ,第 60页 )。 可见,增熵的冲

击如保持在一定限度内,则可使自然界在更

高的水平上实现平衡。在人类社会 的发展

中,代价的付出也是增熵,也会对自然界产

生冲击,这充分表明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一

部分。过去,这个问∫题并不突出,不被人重

视,是因为人的实践活动范围狭小,深度有

限。这时,实践活动所产生的增熵的冲击是

自然界可以抗御、可以修复的。例如,使用

农家肥的农民,常常无意识地让粪便污染了

水源,但由于规模小,自 然水在流动和循环

的过程中可以净化。但在今天,由于实践范

围的扩大和深化,人和自然产生了全面相关

的关系。在人的实践活动中,由 于一着 不

慎,就可能造成极为惨烈的、无法补救的生

态后果。例如在今天,由于工业二氧化碳大簋

增加,“温室效应
”

的产生,已成为一个现实

的威胁。这个趋势如不改变,下个世纪将会

出现南北极冰层大量融化、海平面升高、沿

海土地大量被淹的灾难性局面。在一定限度

内,二氧化碳在空气中的存在和增多也可以

成为自然界能够承受的增熵的冲击。绿色植

物在进行光合作用时,要吸收二氧化碳,释

放出氧气。二氧化碳有限的增加,可 以成为

绿色植物生长、农作物丰收的有利因素;但

如果过量增加9绿色植物无法大量吸收,温
室效应一旦形成,绿色植物必定难逃厄运。

更何况人类滥伐森林、破坏植被的行为不仅

没有减少,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。可见,所
谓负熵流的引入,所谓实践结果的组织序度

高于其原料,还不能只从人类本身来判定。

入永远是自然的一部分,我们所 付 出 的 代

价,是对自然的增熵的冲击,当 然也就是对

我们人类 自身的冲击,如果 自然 界 无 法抗

御,我们最终也会反受其害。

物质资料的生产使负熵流得以引入。但

是,生产活动同时又要产生增熵,要付出代

价。我们能承受的 (当然也是自然 界 所 能

承受 的 )增 熵 的 冲击,就是可 以接 受 的

代价。如果增熵的冲击是不 能 抗 御 的,它
破坏了自然界的自我修复能 力,就 是 不 能

接受的代价。今天,人类所付出的 代 价 恰

恰是在破坏着 (并且在继续 破 坏 着 )自 然

界的自我修复能力,自 然界自我 修 复 的 速

度落后于人类破坏性行为发 展 的 速度,这
种严重的情况使我们警醍,让我 们 认 识 到

代价问题的重要性。马克思对人类正确处理

同自然界的关系提出了这 样 的 目标: “
靠

消耗最小的力量,在最无愧于和 最 适 合 于

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 这
纟
种 物 质

变换
” (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25卷 ,第 92g~ˉ

927页 )。 这里既提出了量的标准又提出了质

的标准。
“
消耗最小的力量

”是量的规定,表



明人对自然界的改造必须在一定的限度内,

在自然界能够承受的限度内进行。入是社会

动物,人类本性有非常复杂的内容和多方面

的含义。但是,合乎人性的必须 是 合 物 性

的,二者不可能绝对对立起来。从这个角度

理解,合乎人类本性就是质的规定。

尽管人最终不得不服从自然,却并不排

除一定条件下人性和物性的对立。但解决这

个问题,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,还必须正确

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建立合理的社会组

织,这就要求了解社会领域中的代价问题。

社会的发展,即社会系统的更加有序 ,

是通过生产力、生产关系和各种社会关系的

不断变革和发展来实现的。任何一种新的生

产方式,开始都处于一种内部有序的状态。

但在其发展中会自发地、不断地产生熵,并

逐渐积累起来。具体来说,这就是生产力不

停顿地向前发晟 ,而生产关系则是相对稳定

的。随着劳动工具的不断更新、劳动对象的

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扩展、劳动者的技能的不

断提高,生产力同既定的生产关系就会发生

越来越相矛盾的情况。在一定历史条件下 ,

生产力要素之间不再保持和谐协调的关系 ,

稳定的经济结构以至整个社会结构就会被破

坏 ,有序就变成无序。从信息论 的观 点来

看,社会关系作为社会交往方式 和 活 动 方

式,其无序也就是社会要素之间 的 通 讯 不

畅,信息传递失真。信息是负熵9信息传递

中的混乱和失真就是增熵。由于社会的生产

力和生产关系具有的不同特点 (一个不断变

动、一个相对稳定 ),经济结构以至整个社

会结构由有序变为无序,产生增 熵 是 不 可

避免的,它是社会发展必经的环节,是社会

变革的契机。当这种情况出现时,社会历史

会停滞不前,甚至出现暂时的倒退。我们可

以把它看作是社会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。人

类社会虽然会出现暂时的停滞和倒退,但总

的是呈现向上发展的趋势,社会文明的成果

s$

也能够日益积累起来,这是因为以先进的人

们为代表的人类社会总是能够以新的生产关

系和社会关系去代替旧的过时的生产关系和

社会关系,去适应已经发展了的生产力,雨
不是毁坏已经取得的成果,迫使 生 产 力 倒

退,去适应F的社会关系。归结起来,就是

说,一定阶段上出现的混乱和无序,必定被

新的、更高阶段上的有序所代替。这是社会

领域中代价范畴得以正确阐明的客观依据。

社会发展中的代价和利益密切相关。任

何生产关系都规定着相应的利益关系。在阶

级社会中,某种特定的生产 关 系、利 益 关

系,常常是以社会财富在一部分人手中的聚

集以及另一部分人与社会财富的某种分离为

实际内容的。利益上的对立,就是一部分人

作出牺牲另一部分人从中受益。而利益关系

的变动就是利益的再分配,需要既得利益者

作出牺牲。特定主体利益的牺牲,就是他们

付出的代价。人的能9J的发展也可以说明这

个问题。迄今为止,生产力的发展以分工为

前提,雨分工又以工具的革新为前提。分工

-方面促进生产力的发展9另一方面又使劳

动者的能力得到发展。但是,在分工存在的

情况下,劳动者的能力会片面的发展,甚至

可能是在某一方面的畸形发展。这也是劳动

者作出的牺牲、付出的代价。

社会关系 (包括利益关系、分工等 )的

存在和变动,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在

社会关系相对稳定时期,一部分人作出的牺

牲是无法避免的;在社会关系显 著 变 动 时

期,另一部分人作出的牺牲也是 无 法 避 免

的。在人类历史上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,生

产力的发展以劳动者体力和脑力 的 超 常 支

出、他们的健康受损害、生活上的贫困为代

价。今天,我们可以从 “普遍的道德原则
”

和义偾出发,去遣责那些生产关系和利益关

系怎样不合理,怎样剥夺了一部分入 (甚至

六部分人 )的正当权利,怎样给入们带米痛



苦和不幸;但是,我们不能否认,今天看来

的这些不合理瑰家之所以出现,是因为它曾

经与一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而形 成 某 种 有

序;同时9又是生产力的发展,使这些现象

退出历史舞台:所以,在社会历史领域,人
们所付出的代价是必要的或是不必要的,是

应该或是不应该的,主要的标准是生产力发

展的客观要求9而不是某种永恒 不 变 的原

则。劳动者对自身本质力量的确认,并因而

具有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力,正是在于劳动

者的劳动能力、理性认识水平和特定生产关

系相适应。从总体来看,人剥削人的制度压

抑劳动者的积极性,不利于劳动者能力的发

展9但也并不是在剥削制度存在的条件下 ,

劳动者就完全失去了劳动的积极性。生产仍

然在发展”历史仍然在进步。由此,我们看

到,如果把劳动者利益的牺牲作为社会发展

的代价,不能赋予它超时空的含义,而应该

和社会发展特定阶段中的某种有序或无序联

系起来进行考察。

代价既有客观标准,又有主i观尺度 ,它

们既可能是对立的9也可能是统一的。对立

的也好,统一的也好,都只能在生产力和社

会关系的矛盾运动和实际发展中得到说明。

对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和对立,孟 子

说: “
劳心者治人9劳力者治于人

”,而陈

胜说: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:”完全是对立的

见解。这使我们想起黑格尔的著名命题 :“凡

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;凡是现实的

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
” (《法哲学原理》)。 在

黑格尔看来,现存事物中,只有那合乎理性

亦即合乎绝对精神的,才具有必 然 性 因 雨

是现实的。但是9随着时间的流逝,它又会

日渐成为与绝对精神发展要求相矛盾、不断

丧失其必然性的、不现实的东西。黑格尔的

巨大历史感在这里充分表现出来:任何存在

物的现实性都只能曲理性和理性的发展来决

定。运用历史发展的观点”就可以说明许多

难于说明的问题。例如9脑力劳动和体力旁

动的对立,无论人们怎么不喜欢它,它总会

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存在;无论它给某些人

带来多少益处,它的消失也 是 必 然 的。当

然,也不能相对主义看待对于代价的主体评

论 ,主体评价总有对错之分。在社会处于和

谐有序的阶段,既得利益者阶级的主体评价

-般是正确的;在社会处于无序的阶段,力
求变革的阶级的主体评价则是正确的。

不能轻视对于代价的主体评价。特别是

在社会变革中,旧的利益格局发 生 重 大 变

化,会导致社会主体的社会态度和行为指向

随之发生变化,从而产生一系列极为复杂的

情况。在社会系统中,人作为社会的要素 ,

不仅是系统的元件,而且是系统的主体。系统

的有序,一定要由社会主体的主动性、积极

性在相当程度上的发挥而产生。而系统的无

序和功能的丧失9主要也是因社会主体的主

动性和积极性的丧失而引起。从无序走向新

的有序的社会变革,则是由急于改变既定利

益格局的社会主体进行的。在变革中,他们

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充 分 的 发 挥.然
而,既得利益者又会尽最大努力维护旧的秩

序,从而发生激烈的社会冲突。这又会导致

社会的某种无序。在封建社会中,农民的革

命战争一方面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 ,

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

的矛盾,对社会进步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。

但是,封建统治者必定会拼死保卫他们的政

权和财产占有权,对农晟的革命战争进行残

醋的镇压。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战争会使生产

关系 (包括地主经济和小农 经 济 )以 及 社

会秩序遭到破坏。事后,通常需要很长时间

才能使生产力恢复到原有水平,社会为此付

出了相当大的代价。

在考察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时,我们会看

到,并不是只有既得利益者才对社会变革产

生心理上的不适应和抵触。对所有社会成员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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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力主变革、参加变革的社会成员来说 ,

都有一个对变革的心理承受力的问题。变革

的性质是进步的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,一

般会得到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拥

护。但也确有这种情况:某种进步的社会变

革没有赢得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赞同,甚至遭

到反对,以至变革失败,改革家身败名裂。

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?变革是社会矛盾不可

调和、旧秩序无法化解而出现的必然`结果 ,

自然也是大多数社会成员心 向 往 之 的。但

是,任何变革以及变革过程中产生的无序和

混乱,都会使全体社会成员作出一 定 的 牺

牲。大声疾呼并身体力行的革命者、改革家

要作出牺牲,一般群众也要作出牺牲。从鸦

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 一 百 多 年

间,中 国的革命者和普通民众为民族独立和

解放牺牲的有⒛00万人之多。他们之中有谭

嗣同、邹容、李大钊这样极富才华的学者和

领袖,也有许许多多不知道名字的普通人。

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,全靠中国老百姓的

坚韧不拔的努力和默默无闻的奉献。今天的

改革同样要求人民作出一定的牺牲。经济体

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会触动既定 的 利 益 格

局。从长远看9改变僵化的、过度集中的经

济体制,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;社会主义民

主和法制的建设与发展能够提高群众参与社

会生活、社会管理的积极性,从而使社会充

满生机和活力。但从近期看,利益格局的变

动可能使社会成员程度不同地付出∵定的代

价,既得利益受到一定的损失。如价格体系的

变动即是一例。提高农产品价格,城市消费者

的利益受影响;提高原材料和能源产品的价

格,加工工业受影响,并进一步使购买日用工

业品的消费者 (包括农民札城市居民 )的利

益受影响。所以,价格体系改革 应 慎 重 从

事,避免任何大的波动。如果变动过大,使各

个阶层都觉得无法承受,改革就难以为续。

社会变革过程中所产生的无序和社会成

色o

员付出代价,是对社会的一种增熵的冲击。

特定的社会阶段和社会结构,对社会变革中

增熵的冲击在一定限度内是可以承受的。社

会发展是文明成果积累的过程,这种积累又

是在增熵的不断冲击下实现的。社会的自组

织性质表现在它能让过度破坏生产力和文化

成果的行为中止,不再进行下去。社会成员

的心理承受力是社会结构抗增熵冲击能力的

主观表现。

从代价的角度来探讨改革问题,还应该

强调;要准确地把握改革的力度。社会发展

的不同阶段,社会结构的序度有高低之分 ,

承受增熵冲击的能力也不一样。工般来说 ,

社会结构序度较低,蕴含的信息量较小,承

受力就比较小,反之,则承受力较大。所以,

对于改革,不仅有道路之分,也 有 力 度 之

别。孔子说: “过犹不及”,就是讲要掌握

好力度。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,群众文化水

平较低,信息传播不畅9制约着改革的力度

和速度。相反地,改革本身会提高社会结构

的序度,也会逐渐增强群众对进一步变革的

心理承受力,对此,我们又应该充满信心。

一切事物作为矛盾统一体,都有二重性

质。但是,它们的二重性仅仅是一种自在的

存在,它们是否对主体产生利弊二重性以及

产生什么样的利和弊,取决于人们对它们的

认识和利用。不少药物既可治病,又有一定

的副作用,这是对人的病体、对人的治病实

践而言的。申国传统医学用药研究
“君臣佐

使
”,就是既要让药物发挥最大疗效 ,又要

尽可能地减少副作用。改革如同下药,采取

什么措施 ,力度的大小,措施的配套和轻重

缓急等等,都必须既考虑争得最好的效果 ,

又尽量减少副作用。总而言之9代价是客观

存在的,不可避免的。但是,让改革获得最

大成果,又只支付最小代价,在平稳和安定

中实现我们的目标,却是主体能动性发挥的

广阔天地。


